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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泉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
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绅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
；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奎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
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形象
、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泉或自我想象。
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
题。
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
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
在国内学术界，第一组课题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第二组课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本丛书具有草创意义
；第三组课题则有待开启，那将深入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核心。
第一组问题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从三个层面展开：一、西方的
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
与分配的；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
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
特征，趋向于类型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
。
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
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
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的过程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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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欧对中国的态度为什么时好时坏，令人难以把握？
这种态度的变动不居不只是国际关系中的利益问题在作祟，而且还有文化心理的原因。
是西欧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左右着西欧对中国的态度。
西欧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欧人对“中国”的想象。
西欧中国形象的根扎在西欧文化精神之中。
西欧人想象中国的机制是以西欧文化中异邦原型的重写为核心的表意实践。
探究西欧想象中国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机制是把握西欧对中国的态度变化趋势的前提。
只有知道西欧是如何想象中国的，中国才能有效地告诉西欧中国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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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想象的中国形象与理性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还表现在想象的中国形象对于理性知识的超越、渗透
与覆盖。
我们可以在任何有关中国的理性知识中分析出、感受到中国形象的身影，即一种基于想象而形成的感
性的心理形象。
包括那些以科学性和实证性为核心的汉学著作中，也都包含有中国形象。
比如西方早期对汉语和汉字的研究中就有人把汉语／汉字看成是巴别塔建立之前的人类通用的语言与
文字，这就是对中国的乌托邦式的想象，是一种美化。
而在严密的理论体系中，不仅其论述的观点塑造着中国形象，而且其论证依据中就可能已包含有想象
的成分。
比如，黑格尔关于中国的论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按照其历史哲学的逻辑，把中国排除在历史之
外，因为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发展过程，中国仍处于人类的幼年时代，精神尚未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其他文化依次完成了人类精神发展的历程一中亚文化代表少年、希腊文化代表青年、罗马文化代表壮
年、日可曼文化代表老年。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论证中国处于停滞状态的证据中有两个主导性隐喻，一是太阳隐喻，太阳从
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
太阳的历程也是世界历史的历程或人类进步的象征。
二是人生隐喻，人类发展犹如一个人的一生，从小到老。
①中国就是处于太阳初升的阶段，也处于幼年阶段，都是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个性和自由精神的状态
。
黑格尔的这种论证在隐喻之中包含着主观的想象，借助于这些想象他才把中国定格在历史之外。
他的理论逻辑是严密的，但支撑起这种严密逻辑的却是想象，在这种严密的逻辑之外，有一个先在／
潜在的中国形象。
心理想象与理性逻辑在此交织成复杂的张力场。
使人在获取看似合理的知识时，无法不沉思明辨其中的想象成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欧的中国形象>>

后记

这本书是我40岁的时候开始写的，其间经历了我人生之中的一些波折，我终于明白了要找一个可以安
心做学问的环境实在不容易。
现在总算都过去了，至少我在心理上把这些波折都打发掉了。
在此过程中我的家人在生活上给我有力的支持，周宁老师则在学术上给了我极大的关心和帮助。
这些支持和帮助让我树立起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我一直以感恩的态度生活，对以各种不同方式帮助我的师长、朋友、同事，还有学生，我都心存感激
。
我会一如既往地用我的真诚对待学问、对待友情、对待生活，以此报答关心和帮助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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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欧的中国形象》：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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